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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监管环境已日趋成为考察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核心指标�而监管环境
的优劣取决于金融中心的监管艺术。同为全球两个顶级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却有
截然不同的监管艺术和监管文化。本文总结了监管艺术和监管文化给伦敦和纽约在发展
历程中带来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上海在金融监管所中面临的难题�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提
高上海的金融监管艺术、优化上海监管环境的对策建议�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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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伦敦金融城Ｚ／Ｙｅｎ研究咨询公司的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 （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ｄｅｘ�ＧＦ-
ＣＩ）是全球权威的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标体系的研究报告。ＧＦＣＩ通过因素评价模型 （ｆａｃｔｏｒ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对全球金融中心进行排名�通过 “媒介指标因素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和 “金融中心评
价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网上调查两条渠道获取评价数据。媒介指标因素涉及14项金融
中心竞争力指标�其中监管环境指标的重要性排名第二�仅次于训练有素的从业人员指标；而在金
融中心评价的问卷设计中�监管环境被作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人力因素则名列第
二。由此可见�无论是采用何种评价渠道�金融监管环境都被视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目前对于金融监管的关注点已从传统意义上的监管广度、深度和频度向监管艺术、理念和文化
转变。得益于卓越出众的监管艺术�伦敦和纽约在监管环境这一指标上的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金
融中心城市�在金融中心竞争力排名上名列榜首�而伦敦所推崇的 “风险为本、原则先行 ”的监管艺
术更是使其比纽约更胜一筹�具有全球最好的监管环境。虽然受诺森洛克风波的影响�英国的金融
监管开始受到质疑�但作为未来监管的发展趋势�监管当局仍将沿用并强化这一全球最先进的监管
艺术。

有效的金融监管能提升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市场繁荣并维护市场信心。作为
一个逐渐兴起的金融中心�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也要把提高监管艺术、改善监管环境作
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虽然上海已经具备了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但在金融监管环境方面还不
容乐观�需要在完善监管体系和改进监管理念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本文拟通过总结伦敦和纽
约监管艺术和监管文化的经验教训�结合上海金融监管中面临的难题�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优化上海
金融监管环境的对策建议�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 71—

2009年第3期　　　　　　　　　　　　　　　　　　　　　　　　　　　·上海经济研究·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09．03．011



二、伦敦的监管原则
　　 （一 ）灵活应变的监管原则

英国现行的监管体系采用的是由英国金融服务局 （ＦＳＡ）为主体的统一监管模式�推崇的是 “以
原则为基础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ａｓｅｄ）的监管理念。 “以原则为基础 ”意味着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且聚
焦于结果�以高层次的规则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ｒｕｌｅｓ）作为手段�从而达到ＦＳＡ所期望实现的监管目标�在这
个过程中将更少地依赖于规则2。

英国政府于2000年通过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ｔ�ＦＳＭＡ）�ＦＳ-
ＭＡ是一部容量巨大、高度复杂的法案�尽管它只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法律框架。ＦＳＡ获得ＦＳＭＡ发
布规则和指引的明确授权�不得不通过厚达9000多页的监管手册来规范其监管责任的内涵。为避
免冗长的咨询过程和篇幅浩繁的手册与 “与市场合作 ”的监管理念相冲突的可能�同时为了消除市
场上关于 “过度监管 ”的批评�ＦＳＡ提出了 “以原则为基础 ”的监管理念。

ＦＳＡ已在监管手册中对不必要的监管规则、限制监管目标达成的规则、收益无法平衡成本的规
则以及不利于加强金融机构高层管理者责任的规则加以删除或修订。同时�ＦＳＡ通过两个层次的
概要性原则的制定来推进 “以原则为基础 ”的监管理念：为了给被监管者提供更大的透明度和可预
见性�ＦＳＡ制定了第一层次的11条原则 （如表1所示 ）�这些原则描述了公司最基本的义务�称为商
业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ＰＲＩＮ）。而第二层次的监管原则则与ＦＳＡ自身有关�称为 “好的监
管原则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ｇｏｏ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由6条原则组成3�为市场提供了对监管者未来行动的更高
确定性以及新的监管活动将建立在严格的分析上�充分考虑对于市场的成本和收益。
　表1 ＦＳＡ的11条商业原则

基本原则 原则的具体内容

1、诚实与规范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公司必须诚实经营。
2、技能、审慎和勤勉（Ｓｋｉｌｌ�ｃａｒｅａｎｄ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公司在业务经营中必须具备适当的技能�保持适当的审慎和勤勉。

3、风险管理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公司必须充分运用风险管理系统�在适当谨慎的前提下负责任地审
慎地组织和控制事务。

4、资金来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公司必须保持足够的资金来源。
5、市场行为准则 （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ｎｄｕｃｔ） 公司必须遵守恰当的市场行为标准。
6、客户利益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公司必须给与消费者利益以合理的关注�公平对待消费者。
7、与客户交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公司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他所需的信息�并且用清晰的、公平的、没

有误导的方式向消费者传达信息。
8、利益冲突的管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公司必须公平地处理利益冲突问题�包括自己与消费者的利益冲突

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9、建议和决定的适当性（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公司面对任何依赖于其判断的消费者都必须采取合理的谨慎以保证

自己的建议和决定的适当性。
10、客户资产的保护 （Ａｓｓｅ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当公司对消费者的财产负责时�应对消费者的财产提供足够的保护。
11、对监管者的责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公司必须以开放和合作的态度对待监管者�并且应及时通知 ＦＳＡ有

关的公司事项。
资料来源：ＦＳＡ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ＰＲＩＮ／2／1．

　　不同于呆板僵硬的规则�监管原则大多是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行为标准�而这些标准是 “以
宽泛为基础 ” （ｂｒｏａｄ—ｂａｓｅｄ）的�具有弹性和灵活性�而且直接指向监管结果。正由于富有弹性和
灵活度�监管机构以监管原则为标准授权金融机构开展商业活动�而金融机构必须依照这些监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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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效地进行自主经营、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并及时处理利益冲突。在风险控制方面�公司可以根
据结果自行研究相应的方法�而不是由监管者所制定的方案———因为在原则监管下�公司和市场往
往比监管者更擅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需要给予公司更多的自主经营权�结合公司自身状况
更有效地开展经营活动。

另外�在 “以规则为基础 ” （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的监管体系下�公司只要保证自己的商业行为不违
规�不被抓到把柄�便可 “安枕无忧 ”；但是在 “以原则为基础 ”的监管体系下�监管者对公司的看法
就至关重要了�ＦＳＡ把公司对于监管原则的遵守视为维护高效、有序、公平的市场的根本。因此�只
要监管者认为公司的行为伤害了市场和公众的信心�监管者便会对他们采取灵活的制裁措施�尽管
这些公司可能并未触及具体的规则。例如�2005年6月�ＦＳＡ以花旗集团在2004年8月所进行的
欧洲政府债券交易违反基本原则第二、三条为由�对其进行了高达1390万英镑的巨额罚款4。而
且ＦＳＡ是当时在欧洲对花旗集团实施制裁的唯一一家监管机构。

由此可见�监管原则灵活应变的特点不仅赋予了金融机构更多自主经营的权利�也使得监管者
有能力结合市场实情动态地对违反监管原则的公司进行灵活的制裁�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 ）协同高效的监管环境
基于 “风险为本、原则先行 ”的监管哲学�ＦＳＡ使用重要的原则和指引�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

通�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双向互动；同时ＦＳＡ非常注重与市场合作�保护投资者而不致干扰他
们。正是这种富有亲和力的监管环境促进了英国金融市场的繁荣�也是伦敦相对于纽约的最大比
较优势。商业领袖们越发认为伦敦的监管风格与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相匹配———不仅因为
他们感受到伦敦的总体监管环境是最好的�监管者对市场的响应灵敏而高效�而这样的监管风格正
与当今的商业环境密切相关。

ＦＳＡ认为�强调监管的目的是创造市场纪律发挥作用的条件�而不是用监管替代市场纪律。金
融稳定需要监管�但用监管完全替代市场纪律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反而不利于市场稳定和市场
效率。因此�注重市场纪律机制的作用�增加公司高管的责任成为ＦＳＡ监管的内在理念之一。这
样的监管理念对于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公司的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甚至普通员工的职
责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ＦＳＡ将对于监管原则的理解和应用的责任转交到了公司自身。尽管
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原则自行决定经营方式、制定业务规则以及遵守行业自律准则�但他们所要承
担的责任和后果也同时增加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增加公司高管责任以发挥市场纪律作用的同时�ＦＳＡ也非常注重和高管人员
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沟通�帮助他们共同实现监管目标。当公司面临一些潜在的监控难题时�ＦＳＡ
会积极地和公司高管开展讨论并平静地解决问题�而非公开惩戒。从而做到既防范风险于未然�又
最大限度地降低监管成本。基于这样的监管互动�公司高管对于ＦＳＡ的评价很高�使得英国的监
管环境具有很高的亲和力�同时也使公司的经营自主性大大提高�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使英国
金融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ＦＳＡ的监管理念对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产品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交易所可以
通过自行验证在第二天就将新产品上市�效率的提高将给企业带来新产品的价值而无须面临长时
间的延误。同时�这也将有利于风险对冲者、投机者和消费者进行交易。

由此可见�伦敦协同高效的监管环境不仅增加了监管者的亲和力�大大提升了市场信心�同时
也提高了市场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激发了金融市场的活力。

（三 ）发展趋势
虽然受到诺森洛克风波的影响�ＦＳＡ也承认它们的监管存在失察�但英国不会偏离正在致力于

建设的 “以原则为基础 ”的监管理念�将继续坚持和强化这一理念�在完善该监管理念的过程中�
ＦＳＡ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于违背监管原则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处罚�同时�ＦＳＡ也注意到要进一步

— 73—

2009年第3期　　　　　　　　　　　　　　　　　　　　　　　　　　　·上海经济研究·



提高监管队伍的建设以及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与手段的革新。
目前�“以原则为基础 ”的监管理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接受。如巴塞尔有效监管核心原则

本身就是一些原则要求�体现了 “以原则为基础 ”的理念�而引进第三支柱�发挥市场的作用�这完
全符合监管原则尊重市场的理念。此外�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也都将借鉴并采用 “以原则为基
础 ”的监管理念。

三、纽约的监管体系
　　 （一 ）分散割裂的监管主体

美国现行的监管体系采用的是 “双线多头 ”②的金融监管体制�奉行的是 “以规则为基础 ”
（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的监管理念。在美国�联邦和州都有权对金融机构颁发执照并进行监督管理。联邦
级的监管者有十个之多�而50个州则各有各的监管机构和监督官分别对州注册的金融机构进行监
管。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里�美国人政治和文化上都崇尚权利的分散和制约�反对权利的过
度集中�这些都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然而�多头监管格局使得美国的监管机构
过于庞大、严重重叠�加上监管机构各自为阵、缺乏协调�经常会使得被监管机构面对重复监管的困
境�增加了额外的经营负担。监管机构的多头也使得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
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

伴随美国分散割裂的监管主体的产物是纷繁复杂的监管规则。 “以规则为基础 ”的监管理念
强调的是对规则的服从和遵守。由于联邦和各州都有自行的监管规则�难免会产生州规则和联邦
规则不一致的情况�使得被监管机构对错综复杂的监管标准无所适从�而机构所承担的这种过度监
管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如图1所示 ）。因此�这也难怪为什么在监管者和被监管机构之间更多的
是对抗和冲突而不是合作和协调。 “以规则为基础 ”的监管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机构
的创新动力�使创新产品的推出越来越难。

图1　2006年美国金融机构对规则遵守的成本与监管者的监管成本 （单位：十亿美元 ）
资料来源：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二 ）严厉苛刻的法规体系
安然、世通丑闻相继发生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较为严厉的监管法规。其中2002年7月匆忙

出台的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 ” （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ｌｅｙＡｃｔ�ＳＯＸ）③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质疑。该法让纽
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背上了巨大的竞争负担�给美国上市公司带来了高昂的合规成本�增加了
公司高管遭到诉讼的风险。麦肯锡对公司高管开展的调研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该法对机构经
营产生 “较强 ”或 “略微 ”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该法案中的 “第404节 ” （Ｓｅｃｔｉｏｎ404）�虽然不到两百
字�但却是整个法案中对美国金融机构影响最大的条款。该条款不仅对公司财务报告提出了很高
的审计要求�而且要求上市公司的高管必须在提交的年报中加入明确高管个人责任的内控报告�在
这样的情形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和审计合伙人面临刑事诉讼的风险。如此严厉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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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环境正令企业到纽约市场发行上市的动力迅速衰减：2001年�选择在纽约进行ＩＰＯ的公司占到
全球的57％�而到了2005年这一数据则急剧降至16％。

此外�美国对新资本协议 （ＢａｓｅｌⅡ ）的执行和对外国企业执行美国基本会计准则 （ＧＡＡＰ）的要
求也遭到了较为频繁的批评。美国银行业监管者要求美国银行保持更高的资本额�使国内银行在
竞争中处于劣势。麦肯锡对商业银行高管开展的调研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新资本协议的执行
对银行的业务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而美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脱轨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ＳＥＣ）要求外国公司执行美国基本会计准则更是导致企业的财务报告与经营
实情不符。

分散割裂的监管主体与严厉苛刻的法规体系使纽约的监管环境不容乐观�相比伦敦而言�纽约
目前正在逐渐丧失其作为金融中心的吸引力。麦肯锡公司曾就伦敦和纽约的监管环境对金融机构
的高管进行了问卷调研�通过六个指标的对比�受访者普遍表示他们更青睐于伦敦的监管体系�尽
管两个城市在监管规则对投资者信心的鼓舞这一指标的表现上实力相当�但在其他五个指标的表
现上纽约相比而言有较为显著的差距 （如图2所示 ）。

图2　公司高管对英美两国金融监管环境的评价
资料来源：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ｎｉｏｒ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ｕｒｖｅｙ
　

　　 （三 ）发展趋势
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 《蓝图》认为�美国现行的分

业监管体制不能有效防范和管理系统性风险�不利于推进金融创新�有必要对其监管体制进行整合
与改革。在借鉴英国 “以原则为基础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ａｓｅｄ）的监管理念的基础上�《蓝图》提出了 “以
目标为导向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ｂａｓｅｄ）的监管理念。在该理念的指导下重组现行的监管框架：扩大美联
储监管权限至整个金融体系�负责宏观市场稳定性监管；整合成立 “审慎金融监管局 ”�负责监督保
险公司和联邦承保的银行�解决政府担保导致的市场纪律松弛问题；整合成立 “商业行为监管局 ”�
负责规范商业活动、保护消费者利益。

四、上海面临的监管难题
　　 （一 ）监管体系纵横交错�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当前�与我国的银行业、证券与期货业、保险业的分业经营相对应�我国实行的是银监会、证监
会和保监会 “三驾马车 ”分业监管的多头监管体制。作为上述机构的派出机构�上海银监局、证监
局和保监局分别负责上海市银行业、证券与期货业、保险业的金融监管�这种多头监管格局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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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与纽约类似。但与纽约相比�上海的最大困惑�在于金融决策与监管机构均不在本地。上海
作为非监管总部所在地�既面临监管机构总部纵向性的监管�又面临跨业横向性监管�纵横交错的
监管格局�加上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令上海的金融监管环境不容乐观7。根据袁宜 （2005）对驻沪
金融机构高管的问卷调查�在被问及 “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总部所在地与金融中心不在同一城市�
对贵公司的经营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时�绝大多数 （77．78％ ）的内资银行选择了 “影响较大 ”�而且
此结果在问题 “最近一个月造访各城市的次数 ”中得到部分证实：调查显示�驻沪内资银行的高管
频繁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由此可见�金融中心远离监管当局总部所在地�对金融机构的经营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虽然上海金融服务办也曾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建立起了 “3＋2”联席会议制度
以改善横向性监管�但主要采取 “一事一议 ”的方式�效果不甚显著。

（二 ）政府监管起主导作用�忽视了市场纪律和行业自律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以政府监管为主导�而忽视了市场纪律的培育和行业自律的发挥。
以证券业监管为例�中国证监会在市场监管上广而细�不仅监管整个资本市场�而且这种监管

活动已经直接涉及到具体的证券活动上�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和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等职能没有
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和体现出来。虽然上海拥有证券交易所�但在监管活动上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制
定上市政策、负责上市审核以及实施上市公司监管的重要职能由位于北京的证监会包揽。所有试
图上市的中国公司高管及其保荐人�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赴京 “跑证监会 ”。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的总部也位于华盛顿�但美国上市公司在上市前只需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报即可�而不
必获得核准。而掌握公司上市最终决定权的是作为行业自律组织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ＮＹＳＥ）和全
美证券交易商协会 （ＮＡＳＤ）。④此外�英国 “以原则为基础 ”的监管理念也极其突出市场纪律在监管
中的作用�注重以自律手段解决市场自身的问题。

（三 ）业务管制过于严格�金融创新受到限制
根据袁宜 （2005）对驻沪金融机构高管就 “当前的金融监管对贵公司的经营产生的影响 ”的问

卷调查显示�有63．4％的外资银行、50％的内资银行和100％的内资信托公司都选择了 “对经营的
限制过多 ”�使该项成为各类金融机构的共同首选。与纽约面临的问题类似�当前的监管规则对金
融机构的业务管制过于严格�直接导致了合规成本的增加�令金融机构叫苦不迭�同时也使得金融
中心与监管总部所在地的分离所产生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此外�严格的管制也使得金融机构的
产品创新受到限制�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动力。

（四 ）监管标准未与国际完全接轨�造成对内外资金融机构的歧视
与纽约的经历相同�目前上海的金融监管未与国际监管标准完全接轨�按照国际标准对外资金

融机构实行监管�对国外金融机构的监管实行 “国民待遇 ”�这也难怪有相当数量的外资银行在相
关调查中表示存在监管上的歧视。同时�与国际监管标准的脱轨对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范围相对复
杂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以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对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是不利的。

五、完善上海金融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 ）增强监管协作�适时改革监管体系

纽约的多头监管体系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值得上海的反思。从短期看�在目前 “分业监管 ”模
式暂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建议由上海市金融服务办牵头在陆家嘴金融城组建 “上海市金融监管
合作委员会 ”�由上海市金融服务办主管�委员会成员由上海市各监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在
该委员会的框架下建立上海市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系统并定期举办监管联席会议。同时通过该委
员会强化金融服务办在上海市各金融监管机构 （上海银监局、上海证监局和上海保监局 ）之间的协
调作用�完善进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增强监管协作。此外�建议国家层面给予上海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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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央行上海总部的模式�在可能的情形下在上海组建成立各监管机构的二总部�或者可以考虑将
各监管机构的职能适当向上海转移�以降低驻沪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从而进一步优化上海的金融
监管环境。

从长期看�我国应适时改革监管体系�一方面�我国可以借鉴英国集中统一型监管模式的经验
成立单一的监管机构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另一方面�我国也可以借鉴美国提出的扩大美
联储权利范围使之成为统揽全局的监管者的举措�建立一家全国性的牵头监管机构�从全局上领导
各监管部门�消除监管机构之间的失调问题�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稳定。

（二 ）提高监管艺术�发挥市场和行业的作用
英国 “以原则为基础 ”的监管理念的要点之一是�政府监管不应该替代市场纪律�监管的最终

政策目的是支持和培育良好的市场纪律�应当积极创造市场纪律发挥作用的条件。借鉴伦敦的成
功经验�提高上海的监管艺术可以从增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水平、加强透明度建设�并充分发挥各
类交易所贴近市场的一线监管职能入手。结合伦敦的做法�建议上海可以先行先试�由传统的监管
机构包揽一切责任的做法向激励被监管者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的转变；同时在国家层面上也应扩
大各类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的空间�以发挥市场纪律和行业自律的用武之地。

（三 ）倡导服务市场的观念�实现监管的有益互动
伦敦监管机构积极服务于金融市场的做法值得上海学习。建议上海各金融监管机构适当转换

监管角色�将监管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由过去传统监管模式下的 “猫鼠游戏 ”逐步转变为双
向互动的沟通关系。监管者应定位于助金融机构解决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化解金融系统所存在的
风险�从而维护金融稳定�而不是一味地进行公开惩戒。监管者应积极地与金融机构的管理层进行
交流�一方面要帮助金融机构加强对原则的深入理解�使他们在理解原则的基础上能主动设计遵守
原则的方案�并切实执行；另一方面�要帮助他们出谋划策�共同解决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监控难题�
及时化解经营风险。通过监管互动�能使监管者更有效地帮助金融机构解决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随着监管者角色的转换�监管者将更具亲和力�监管环境也将得到大大改善。

（四 ）更新监管理念�早日与国际标准接轨
吸取纽约 “以规则为基础 ”监管理念的教训�借鉴伦敦 “以原则为基础 ”监管理念的经验。建议

在某些金融创新业务上�上海可以学习伦敦的做法�制定相应的监管原则 （高层次指引 ）而不是详
细的规则条例�以结果为导向适当放松业务管制�促进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此外�上海还要努力
与巴塞尔银行管理与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所推行的国际
监管标准接轨�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研究和制定。□
参考文献：

1．藏慧萍．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历史演进 ［Ｍ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2．袁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对驻沪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 ［Ｊ］．上海经济研究�2005（5）
3．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Ｒ］．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2006
4．Ｚ／Ｙｅ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ｄｅｘⅠ ［Ｒ］．Ｍａｒｃｈ2007
5．Ｚ／Ｙｅ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ｄｅｘⅡ ［Ｒ］．Ｎｏｖｍｂｅｒ2007
6．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Ｋｏｖａｃｅｖｉｃｈ．Ｔｈｅ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ｆｏｒＵ．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2007
7．ＦＳ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ｔｈａｔｍａｔｔｅｒ［Ｒ］．Ａｐｒｉｌ2007

注　释：
①本文系上海金融学院马欣副教授主持的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创新监管研

究 ” （09ＹＳ4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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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ＦＳ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ｔｈａｔｍａｔｔｅｒ．Ａｐｒ2007．
③6条原则分别为：原则1�最经济、最有效地使用其监管资源；原则2�明确被监管对象和管理层自己的责

任；原则3�保持适度的监管费用负担和管制；原则4�促进金融创新；原则5�高度重视金融服务业的国际化特征
和英国的竞争地位；原则6�促进竞争�而不是相反去不必要地影响竟争。

④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ｓａ．ｇｏｖ．ｕｋ／ｐａｇ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2005／072．ｓｈｔｍｌ
⑤ “双线 ”是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多头 ”是指在一个国家有多个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
⑥该法案被认为是继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制定的涉及范围最广、处罚措施最严厉且最具影响力的法案。
⑦储敏伟、贺瑛、朱德林．2007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ｐ216．
⑧ＮＡＳＤ是规范柜台市场的唯一行业自律组织�依法在ＳＥＣ注册�依据国会赋予的特殊权利对其会员进行监

管。

（上接第70页 ）
5、商业银行的品牌战略建设要以稳健经营为基础
本次金融海啸的爆发提高了中国社会各界对于银行体系稳健经营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对金

融体系脆弱性可能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的认识。中国顺利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在20世纪90年
代中后期实现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更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持
续增长所带来的资源优势�已经初步确立了国有商业银行的 “稳健 ”形象。在品牌战略建设中�我
国商业银行应当借鉴先进银行的各方面经验�继续以 “稳健 ”作为品牌战略建设的基础�认识到稳
健经营�稳健发展�一以贯之�才能取胜。

六、总　　结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的品牌战略建设是增强竞争力的核心内容�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
要途径。中国商业银行正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研究国际上成功的商业银行的品牌竞
争战略及其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作用�对于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推进�营销能力的打造�综合
管理水平的提高�最终上升到品牌建设提高综合竞争力层面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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